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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力争2020年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

 加快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建设，力争2020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目标；为避免陷入“垃圾围城”的
困境，成都市正在编制《成都市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（2018—2035年）》《成都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专项规
划》和《成都市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专项规划（2016—2035）》等⋯⋯7月24日，成都市城管委主任王宏斌和成都市
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汪小琦做客《新天府会客厅》，点评成都近年来城市环境发生的变化和城市管理面临的挑战，
同时披露成都正在编制一批环境卫生设施方面的规划，建设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。

 关注1：垃圾处理能力不足

 正加快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建设

 近年来，成都市生活垃圾量增长迅速。据了解，2017年我市日均生活垃圾产量约为1.65万吨，人均量达到1.04公斤
，只需要1年时间就能填满1个兴隆湖。市城管委主任王宏斌介绍，当前，我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能力是不足的，虽然
目前我市已投运3座环保发电厂和8座卫生填埋场，总共日处理能力为1.2万吨左右，但实际日处理量达到1.65万吨，焚
烧处置率仅为40%，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已日益凸显，卫生填埋场承担了生活垃圾处置的兜底任务，长期处
于超负荷运行状态。

 王宏斌进一步分析，从近五年的情况来看，2012年至2017年全市常住人口从1417.8万人增长至1600多万人，日均生
活垃圾处理量已从1.03万吨增长到1.65万吨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.8%。同时，高负荷的运转，导致现有环卫设施日
常运行也面临一些问题，比如设施破旧、建设标准不高、管理标准操作性不强、邻避现象突出等等。他表示，按照这
样的生活垃圾增速和设施运行管理现状，无力承载未来的处置需求，再加上填埋场库容在近几年内将陆续达到极限，
为避免陷入“垃圾围城”的困境，规划建设新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迫在眉睫。王宏斌透露，我市正在加紧编制《成都市
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（2018—2035年）》，加快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建设，力争2020年实现原生生活垃
圾零填埋目标。

 谈到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的具体思路，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汪小琦认为，目前，设施规划建设存在以下
一些问题，“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、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规划建设滞后；传统的环卫设施较少关注外观形态、周边
环境和邻利功能，导致选址和建设困难，阻力极大；建设业主和投资主体积极性不高。”他建议，增强规划实施的强
制性，垃圾收集站、转运站、公共厕所等这类环卫设施一定要前瞻布局，最好是以附属式建筑的形式纳入公建配套，
也可以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设置。

 关注2：建筑垃圾

 五城区外区（市）县必须建设建筑垃圾消纳场

 城市发展，旧城改造、地铁施工、城市道路改造提升等市政工程的加快推进，也必然导致建筑垃圾产量的快速增长
。王宏斌介绍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我市年产建筑垃圾约5000万立方米，五城区和高新区建筑垃圾产生量超过2500万
立方米。如此大量的建筑垃圾若不能实现资源化利用，将给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很大危害。王宏斌表示，今年内，除
五城区外的区（市）县必须建设1至2个临时性的建筑垃圾消纳场，各区（市）县政府正在开展建筑垃圾消纳场规划选
址和建设工作。下一步，市城管委将加快推进《成都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专项规划》编制和示范项目建设工作
，着力提升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。

 汪小琦对此深表认同，“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不仅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建设资金和资源。
”他说，规划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可以实现由传统的“建筑原料—建筑物—建筑垃圾”向“建筑原料—建筑
物—建筑垃圾—再生建材”循环模式的转变。

 关注3：餐厨垃圾

 成都已建成2座市级餐厨垃圾处置项目

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食品安全也越来越重视，餐厨垃圾处理因此也越来越受关注。王宏斌介绍，目前我市
已建成的市级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共2座，设计总处理规模为500吨/日，服务区域为成都天府新区、成都高新区及五城
区。他透露，目前，市城管委正在编制《成都市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专项规划（2016—2035）》，拟对全市餐厨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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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设施进行统筹规划，并将规划成果融入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中。

 汪小琦介绍，成都市目前建成的2座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均是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方向，以一期项目为例，
其资源化产品是有机源土壤调理剂、生物有机肥、微生物菌剂、重金属钝化剂等高科技生化腐植酸系列产品，可部分
替代化学肥料，并起到改良与修复土壤、钝化重金属、防治农业面源污染、保护水土气环境等作用。目前，这些产品
已经在蒲江、双流、新津、大邑、眉山、彭州、绵阳、西昌等地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。2017年4月，成都将餐厨垃圾
资源化产品用于耕地质量提升的模式，还荣获了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城市奖。

 关注4：静脉产业

 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计划到2035年建成

 在《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（2018—2020）》中提到高标准规划建设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。王宏斌说，市城
管委正在全力推进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的规划建设。成都市长安静脉产业园的总体建设目标是国内领先的生态型静脉
产业园、国内一流的创新型高新技术园、知行合一的开放型环保宣教园、共融共生的景观型文化体验园。在规划理念
上，以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及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理念为指导，以生态化、协同化、创新化、市场
化为导向，建立固废智能管理、循环经济合作、环保宣教交流三大平台和固废协同处置、再生资源示范、绿色发展创
新、技术研发转化、生态文化体验五大基地。在建设实施上，将采取分步骤建设方式，逐步完善静脉产业园各类处置
设施、配套设施和“山水林湖草”生态系统，计划到2035年，建设成集“生态修复、固废处置、生态环保、智慧管理
、科技创新”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园区，为完善城市固废无害化处理体系、增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、推动城市生
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，助力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。（记者 李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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